
在走访中， 记者发现， 工人
们带在身边的孩子往往年龄都在
1至6岁之间， 很多都是上幼儿园
的年纪， 再大点的孩子在工地上
则比较少。

为什么呢？ 年轻的父母们给
出了答案： 孩子6岁以前不上小
学， 没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 主
要是玩儿的年龄 。 孩子一旦上
学， 就要选定一个地方， 小学六
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就不
能随便换地方。 而一个项目往往
两三年就结束了， 孩子中途转学
不方便。 此外， 孩子大一点， 有
自理能力了， 家长就稍稍放心一
点。

为了方便职工照顾孩子， 许
多工地项目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中 建 一 局 总 承 包 大 同 富 力 城

项 目 考虑到职工照顾孩子不方
便， 项目不仅将职工的妻子调入
项 目 ， 又 将 他 的 岳 父 岳 母 接
到项目上来， 给他们安排工作，
这样他们就能实现全家团圆了。
一些项目则和当地相关部门联
系， 就近解决孩子入托和上学问
题。

针对项目职工家有幼子的情
况， 一些项目也采取了诸如开办
工地幼儿园之类的措施， 给长期
或者短期在项目上生活的孩子提
供一个空间， 中建二局和中建三
局在这方面有所尝试。

中建三局一些项目在暑期为
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开办了
工地幼儿园。 白天， 将探亲儿童
统一集中起来， 安排专人负责管
理， 每天免费提供午餐、 零食，

同时精心准备喜闻乐见的动画
片、 教育片、 漫画供孩子们观看
和阅读。

中建二局杭州拱墅万达项目
开办了小候鸟爱心活动室， 项目
部的青年职工轮流作为小朋友的
“爱心老师”， 给小朋友讲故事，
带他们一起做游戏， 并利用电视
播放小朋友喜欢的动画片， 组织
小朋友互动交流等。 中建二局一
公司每年暑期开展亲情呼唤安康
杯活动， 将留守在老家的农民工
子女接到北京 ， 和父母一起生
活。

当然， 工地幼儿园虽然不是
长久之计， 但解决了职工和农民
工的暂时困难， 助力了工地上孩
子的成长， 也稳定了队伍， 让这
支建筑大军得以继续驰骋南北。

不管自己所处的环境怎么
样， 为什么80后、 90后父母愿意
把孩子带在身边？

“孩子太小， 还吃奶呢， 不
带身边行吗？” 这是一种很普遍
的观点。

这让记者想起了最近报道中
很火热的滴滴公司总裁柳青， 她
的孩子以前是读寄宿学校， 周末
回家。但公司周末要开会，见不到
孩子， 她就把孩子从寄宿学校转
学到公立学校， 每天晚上可以回
家看到孩子。但没想到，滴滴每天
晚上开会也开到很晚， 经常到十
一二点。 滴滴团队后来竟想出来
这样一个“变态”的方案 ：每天晚
上先让柳青晚上九点下班， 回去哄
孩子睡觉， 十一点再在她家楼下
开会。这就是滴滴团队拼的程度，
不仅是她，整个团队都很拼命。

同样， 建筑大军在生产建设
中， 离不开拼字。 对于国企的建
筑职工是如此 ， 对于农民工而
言， 更是如此。 或许是看见太多

留守儿童过得不太幸福的故事，
农民工也有不少认为把孩子放身
边总比放老家强。

既然孩子带身边了， 那么孩
子成长的工地环境怎么样？

记者在走访中首先了解住宿
情况， 可喜的是， 绝大多数项目
开始推行夫妻房。 夫妻房比集体
宿舍明显要大， 配备的设施更齐
全， 不同的项目， 配备有暖气、
空调、 风扇、 衣柜、 鞋柜等， 一
些做得非常好的项目， 甚至给每
一间宿舍配备独立的卫生间。 住
宿环境的改善， 给孩子的成长提
供了一个住宿环境。 还有一部分
职工和农民工， 则是选择夫妻双
双在工地附近租房。

其次， 在吃的方面， 随着各
项目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饮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监
管， 食物往往都有安全保证。 大
多数项目都能做到建立专门的食
物储藏室， 做到食品留样、 食物
可追溯来源等 。 此类措施的实

行， 既给项目职工和农民工的饮
食提供了安全保障， 也给孩子提
供了安全的食品。

由于职工宿舍、 农民工宿舍
和施工区是分开的， 噪音对住宿
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 白天， 没
有干活的农民工可以躺在宿舍里
休息， 夜晚， 宿舍区更是非常安
静。 在这样的环境下， 孩子们可
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在生活环境上， 由于绿色施
工的大力推行， 许多项目打造花
园式的生活环境。 很多项目上不
仅建立了职工菜地， 还把绿化做
得很好， 有的项目种花木， 有的
项目种草坪， 有的项目撒麦苗，
不同的项目都在比拼绿化。 正是
由于绿色环境的打造， 项目也变
得越来越宜居， 这也给工地上的
孩子间接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

孩子们在工地上的成长， 并
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因此年轻的
父母可以更放心地把孩子带身
边。

孩子太小不在身边不放心

【原因】

工地幼儿园助“小不点”成长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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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建筑大军” 是一支很特殊的队伍， 他们由建
筑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组成， 走南闯北是他们的特
点。 他们刚到一地时， 往往面对的是一片空地， 安
顿下来后在那里如火如荼地搞建设； 他们离开时，
往往留下一幢幢高楼大厦， 留下了一片繁华。 这支
建筑大军很年轻， 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难免拖家带
口， 于是便有了 “他们” ———

以工地为家的“小不点”

那些在工地上
成长的小不点

【现象】

“豆豆 ， 你的家在哪儿 ？”
一同玩耍的小伙伴问。

“我家就在那片工地。” 豆
豆把手一挥， 转身向远处的那片
工地指去。 这是近期记者在中建
二局三公司天津分公司团泊湖还
迁保障房项目采访时看见的一
幕。

几年前， 豆豆随着父母来到
天津。 原来豆豆的家在北京， 但
是豆豆太小了， 父母舍不得把她
一个人放在北京， 就带到工地上
来了。

可是豆豆父母很忙， 便给豆
豆在工地附近找了一所幼儿园。
下班后， 父母再去幼儿园接豆豆
回“家”———建筑工地。 以工地为
家是农民工的常态，父母在哪里，
家也就在哪里， 父母常驻工地，
工地也就自然成为孩子的家。

成长在工地上的孩子， 并不
是孤立的现象。 去年， 记者去中
建一局总承包公司大同富力城项
目采访时， 也发现项目上有不少
孩子。 经过了解发现， 项目上7
对夫妻中有5对在项目上生了小
孩儿， 因为夫妻双方都在工地，
生下孩子后就以工地为家了。

除了京外的工地， 在京内的
工地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 前不
久， 记者在走访中建一局三公司

辛庄保障房时， 也发现了此类现
象。 厨师钱冬梅是一名来京务工
的农民工， 她的儿子小明今年3
岁。 平时， 钱冬梅忙着做饭时，
小明就自己在宿舍区内玩耍， 不
会轻易跑到外面去。 更让人惊讶
的是小明的自理能力 ， 钱冬梅
说： “孩子虽然只有3岁， 但是
很自立， 会自己去宿舍区的小卖
部买东西， 没有付钱他也不会把
东西拿走。”

而小卖部店主一家7口， 全
部来自农村 ， 夫妻两人一起开
店， 女儿帮忙， 儿子在工地上施
工， 儿媳妇则带两个孩子， 大的
已经在附近小学上学， 小的才1
岁多。 在辛庄保障房的农民工夫
妻房里， 和农民工一起生活的孩
子并不罕见。

几乎在每一个工地上， 记者
都能发现有建筑职工的孩子， 或
者是农民工的孩子 ， 数量还不
少， 三五个很常见， 十余个也不
稀罕。

在不同工地的采访中， 记者
发现每个孩子来工地的方式不一
样， 或是建筑职工一直带着辗转
全国， 或是从农民工老家带来，
或者本来就出生在工地上， 但他
们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地 点 当 作
“家”， 那就是建筑工地。

背着刚刚一岁的孩子干活实属无奈

农民工带着孩子住夫妻房


